
那一晚「東江米巷」的暗夜惡火─

▌許媛婷

十八世紀朝鮮使節在會同四譯館的驚魂夜

 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於本（2023）年

10月 6日推出「朝鮮王朝與清宮藝術交會」特

展，其中「使節遊覽」單元，有一件軍機處

摺件竟意外揭露朝鮮冬至正使李在協（1731-

1790）、副使魚錫定（1731-1793）於乾隆

五十三年（1788）十月底率團前往清國參加元

旦祝賀時，發生了一場嚇壞使節團的暗夜驚魂

記。

  這件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正月初十一

日由大學士管理禮部事務的王杰（1725-1805）

跟禮部尚書德保（1719-1789）、紀昀（1724-

1805）等人聯名上奏的摺子，描述前一晚初十

日戌時（19:00∼ 21:00）接獲會同四譯館監督

福新（生卒年不詳）通報位在東江米巷的朝鮮

使館發生火災，雖無人傷亡，然災情嚴重。王

杰在報告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，1735-1796在

位）的同時，並請求嚴懲失職的福新與朝鮮大

使通官（翻譯官）洪宅憲兩人。

清　大學士管理禮部事務王杰等　〈奏為朝鮮使節所住東江米巷館內失火請旨將失職官員交部議處〉　 
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十一日（1789年 2月 5日）　故機 0394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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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事情發生在 1789年正月初十日庚時（凌晨

3:00-5:00）之初，朝鮮國使節團隨從韓仁天，

因時值寒冬，準備燒火熱炕。不料一時風大，

火苗延燒至窗戶，引起大火。幸而通報得宜，

朝鮮使節們無人傷亡，然火勢猛烈，使館原有

七十間，已被燒燬了十五間房舍。

  身為上級機關的禮部官員王杰、德保、紀昀

等人深知情節重大，除了奏請嚴懲下屬未能事先

留心防範外，還自請將禮部堂司各官員的養廉銀

收入按年扣款，當作重新修整館舍的工料費用。

或許是危機處理得宜，乾隆皇帝只批下「知道

了」，大概不願再追究，讓此事平安落幕。

  奏摺裏所提的「東江米巷」，即今日位於

北京紫禁城外的東交米巷。早在十三世紀元朝

是專為南糧北運、米糧買賣的一條街，北方人

稱米糧為江米，因此沿稱此街為「江米巷」。

到了明朝，江米巷被劃分成東、西江米巷。當

時，由禮部在東江米巷設有培養對外翻譯人才

的「四夷館」，以及接待安南、蒙古、朝鮮及

緬甸等國使節的館舍「會同館」。

  到了清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，將「四夷館」

與「會同館」合併改名為「會同四譯館」，燕

行使團到北京就是居住在此。同時，在清廷同

意下還可在此開市，與當地商人公平貿易，有

趣的是，這也是團員們出國時最期待的「血拼」

行程了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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